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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市西磑村

大 数 据 助 推 大 发 展

◀直播村里网红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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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露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网络强国的
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在河津市樊村镇西磑村，数字化
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乡村的治理模
式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乡村治
理主体不足、效能低下等传统难题，提
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捅破了“窗户纸”

2023年11月4日，西磑村村民薛
正祥在该村便民餐厅给儿子办了一场
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

“为啥说简单？因为菜品由一条龙
服务队承办，全村一个标准，干净卫
生，口味家常；为啥说‘隆重’，因为该
有的仪式一样也没少。”薛正祥高兴地
说，婚礼办得满意，就提到该村的村级
事务管理平台。

西磑村有个风俗，谁家有人结婚，
除了婚礼当天要摆宴席，婚礼筹备的
过程中还要请客吃饭，少则十余桌，多
则20余桌，按照村里每桌“六碟八碗”
的习俗，最少要花1万余元。

2023年2月13日，村里在微信小
程序上开通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村民薛效军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村
民说事”上发出了更改宴席习俗的建
议。该村党支部书记薛民看到后，立即
安排展开线上商议，请村民“对村里的
红事发表意见”，受到热烈响应。

“红事不请人，白事维持现状。”
“应简办，不能无程序，主要人员、总
管、厨师不能少。”“议事不请客”……

9 天后，平台上发布了村里的决
议：“经表决，为减轻村民负担，村民家
过红事前议事不摆宴席，不大操大办，
事主只邀请总管、礼房、服务队负责
人等主要人员（不超过 5 人），议事不
设宴摆席，只上茶点水果。”隔天，此议
事纳进了西磑村的《村规民约》，还制
定了便民餐厅的管理制度。

“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大伙儿也
都照办。其实大家也不想这么做，但谁
家都不愿意破这个例。“薛民说，要是
在线下，可能真就没人说这个事了。

立起了“城门木”

开 了 这 条“ 先
河”，平台上就热闹
起来了：“家中水
表 破 裂 不 会 处
理，请求帮助。”

“家门口不少老
年人下棋，棋少
人多，能不能再
添两副？”“村中厕

所墙裂开了，请查看一下。”……
薛民表示，依托“村级事务管理平

台”，村民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参与度大
大提高。

从此以后，西磑村把村务公开、环
境卫生、邻里纠纷、村规民约等村级事
务都搬到了网上。把村务晒到网上，事
件处置全流程公开透明，让村民更放
心、更安心。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或者一
些不好说的事，只要提出来，就有人回
复办理，并将办理结果文图上传平台。

尽管如此，薛民觉得在基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很多服务还可以做得
更细致、更周到。经过多方探访学习，西
磑村积极探索了“积分+”新模式。

村里设有党员网格化管理机制，
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一级网格长，将
全村划分为4个二级网格片，每个网格
片下设6个三级网格，每个网格由一个
网格员专职负责，24个网格员对全村
993 户 2200 名常住人口进行日常管
理，形成以党委为核心、网格员为线条、
村民积极参与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为了实现“小积分”管好“大队
伍”，西磑村建立了“积分+网格”的模
式，并制订了相应的规则：“村民义务
参加全村卫生打扫，每参加一次加 1
分。”“村民参与村里文艺活动并完成
相关任务的加15分。”“要盖公章的村

民需要找网格员申请，网格员审
核后由片长、书记审核。审核

完毕后直接网上签章，线
下到副主任处盖章，省

时省力。给正确使用
公章的网格员加 1
分。”……

这些积分不仅
对家庭选评村里星
级家庭有帮助，还能
在村里指定的超市

兑换商品。
“积分+”的模式充分调动村民参

与村政事务的积极性，激发“微治理”
大能量，初步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
享的乡村基层治理新路径。

托起了“半边天”

“我买的这个手机，怎么盒子上的
序列号和手机上的序列号不一样呢？”
在西磑村的电商工作室里，坐在电脑
前的张莎看到网上购物平台有顾客
咨询，立即进行回复。

2023年，27岁的张莎结婚后不想
再外出打工了。同年 10 月，她在村里
找到一份线上客服的工作，上班骑车
只要几分钟，朝八晚四的工作时间，这
对张莎来说，是一份既能兼顾家庭，又
十分体面的工作。

“现在不含提成，每月基本工资是
2500 元。以前在外地做文职，除去房
租和吃饭，攒下来的和现在差不多。”
张莎对这份工作有很大的信心：“如果
干得好，工资也能达到三四千元。”

西磑村 2022 年人均纯收入两万
元。但主要依靠青壮年男子进厂务工或
外出创业。妇女大多没事可干，渴望村
集体组织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吃到了“数字管理乡村”的红利，
薛民把视线转向了数字经济。张莎的
这份工作，就是西磑村为了促进剩余
劳动力的增收，引进的电商工作项目。
工作地点设在村委会，办公设备由博
迈公司提供，可解决该村及附近村50
名年轻妇女的就业问题。

“咱们村还有许多身怀剪纸、花
馍、根雕、荷包制作技艺的老手艺人。
同时，现有的便民餐厅有空闲房间，
水、电、气等设施完善，我们把它改造
成了食品加工车间、手工艺加工车间，
动员村里的闲散劳动力规模化制作手
工制品。”薛民说，这解决了村里大龄
妇女增收的问题。

在西磑村公共服务中心，韩二荣
在抖音平台做直播：“我们的馒头是村
里的老手艺人纯手工制作，电视画面
连接的就是村里的馒头车间，大家可
以看到做馒头的全过程……”

为更好地助农惠农，去年，西磑村
大力拓展农产品销售新渠道，借助网
络，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助力农产
品搭上电商“快车”，发往千家万户。

“目前我们有一个电商工作室，解
决了50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第二个
电商工作室马上就要启动，预计今年
年底，我们将提供 300 个就业岗位。”
薛民说，背靠数字经济这棵大树，他对
西磑的未来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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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永济市
相关单位深入该市栲栳镇，调研乡村e镇。

在乡村 e 镇，调研组看产品、听汇报、问
数字，详细了解电商产品种类、运营管理、直
播销售等情况。随后，提出要求：乡村e镇要
立足该市及周边特色产业，加大线下产业和
电商融合发展力度，不断增加产品种类，做强
做优“永济好物”品牌。要加大运营服务人才
的招引、培训力度，积极走出去，学习借鉴先
进经验做法，大力培养电商达人。工科、农业
农村等部门要争取政策扶持，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要在推动服务、贸易行业入限纳统
上想办法、出实招，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反映产
业发展实际。

调研组相关负责人强调，要依托栲栳特
色优势，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运城电商
第一镇；要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精品
示范村建设，让农村环境好起来，农业产业强
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永济：调研乡村e镇

2月23日，77岁的万荣县张户坡村村民
杨俊生老人一边展示他的分红证，一边激动
地表示：“你看，这是我领到的2023年度的分
红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村数字产业掌田
带来的红利。集体经济发展得好，我们的日
子更有盼头！”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一种看到丰收成果后的喜悦。

在日前举办的该村农民合作社第一次股
东分红大会上，全体乡亲齐聚一堂，共同分享
该村数字平台——掌田数字乡村平台带来的
喜悦（上图）。现场还表彰了积极使用掌田政
务平台和对掌田商城经济作出贡献的乡亲。

掌田数字乡村平台是该村在万荣县解店
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山童（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乡村治理数字平台，
包含掌田数字乡村政务平台、掌田电商平台、
掌田数字合作社。2023年的合作社分红，是
全体村民使用掌田平台而得来的利润。这是
掌田平台为村集体增收提供的互联网新渠
道，村民即使身在异乡他方，也可以通过消费
为家乡作贡献。他们消费产生的利润会通过
智能算法返还村里的合作社，每年年末将收
益分红分给村集体的全体乡亲们，为共同富
裕增砖添瓦。拿到分红的乡亲们表示，他们
感到非常激动和满足。合作社的发展让大家
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也感受到了集体的
力量和温暖。

春节期间，乡亲们走街串巷时，都不忘交
流和讨论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打算。言谈
间，大家对村里未来利用数字乡村平台提高
基层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信心，同时也认识
到，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张户坡合作社才能走
得更远，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记者 王露

数字平台让村民
有赚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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